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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广州市番禺区食品中大肠菌群污染情况，为食品卫生监管提供相关依据，以降低食源性

疾病的发生率。方法 采集2018—2019年广州市番禺区食品中208份样品进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计数的检测，

并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56.25%(117/208)的样品菌落总数≥10 CFU/g [mL]，25.00% (52/208)的样品大

肠菌群计数≥10 CFU/g [mL]；样品产地为本市的样品中菌落总数≥10 CFU/g [mL]的占比为78.57% (88/112)，大肠

菌群计数≥10 CFU/g [mL]的占比为 37.50% (42/112)；样品产地为国外的样品中菌落总数≥10 CFU/g[mL]的占比

为 7.14% (4/56)，大肠菌群计数≥10 CFU/g [mL]的占比为 7.14% (4/56)；样品产地为本省它市的样品中菌落总数

≥10 CFU/g [mL]的占比为 47.06% (8/17)，大肠菌群计数≥10 CFU/g [mL]的占比为 11.76% (2/17)；样品产地为省

外的样品中菌落总数≥10 CFU/g [mL]的占比为 70.59% (12/17)，大肠菌群计数≥10 CFU/g [mL]的占比为

5.88% (1/17)；样品产地为港澳台的样品中菌落总数≥10 CFU/g [mL]的占比为 100.00% (2/2)，大肠菌群计数≥

10 CFU/g[mL]的占比为 0 (0/2)；样品产地为不详的样品中菌落总数≥10 CFU/g [mL]的占比为 75.00% (3/4)，大

肠菌群计数≥10 CFU/g [mL]的占比为75.00% (3/4)；本市、国外、本省它市等不同样品产地的样品中菌落总数、大

肠菌群计数的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018年和2019年采集的样品中菌落总数的结果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2018 年采集的样品中大肠菌群计数≥10 CFU/g [mL]的比例为 32.95%，明显高于 2019 年的

19.1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2018—2019年广州市番禺区食品中大肠菌群污染情况比较严重，尤其

是本市、本省它市区、不详等产地的食品，但2019年广州市番禺区食品中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的污染情况有明显改

善，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对食品卫生的监管，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有效预防并减少食源性疾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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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ituation of coliform contamination in food in Panyu District, Guang-

zhou City, and to provide relevant basis for food hygiene supervision, so as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foodborne diseas-

es. Methods A total of 208 samples of food in Panyu District, Guangzhou were collected from 2018 to 2019 for de-

tection of total number of colonies and counts of coliform bacteria, and the detection result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Results 56.25% (117/208) had the total number of colonies ≥10 CFU/g [mL], and 25.00% (52/208) had the coliform

count ≥10 CFU/g [mL]; the proportion of the total number of colonies ≥10 CFU/g [mL] in the samples from this city

was 78.57% (88/112), and the proportion of coliform counts ≥10 CFU/g [mL] was 37.50% (42/112); the proportion of

the total number of colonies ≥10 CFU/g [mL] in the samples from abroad was 7.14% (4/56), and the proportion of coli-

form counts ≥10 CFU/g [mL] was 7.14% (4/56); the proportion of the total number of colonies ≥10 CFU/g [mL] in the

samples from other cities in the province was 47.06% (8/17), and the proportion of coliform counts ≥10 CFU/g [mL]

was 11.76% (2/17); the proportion of the total number of colonies ≥10 CFU/g [mL] in samples from outside the province

was 70.59% (12/17), and the proportion of coliform counts ≥10 CFU/g [mL] was 5.88% (1/17); the proportion of the

total number of colonies ≥10 CFU/g [mL] in the samples from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was 100.00% (2/2),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coliform count ≥10 CFU/g [mL] was 0 (0/2); the proportion of the total number of colo-

nies ≥10 CFU/g [mL] in the samples of unknown origin was 75.00% (3/4),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coliform count ≥

10 CFU/g [mL] was 75.00% (3/4). The results of the total number of colonies and coliform counts in samples from differ-

ent sample origins in this city, foreign countries, and other cities in this province were compared,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total number of colonies between the

samples collected in 2018 and 2019 (P>0.05). The proportion of coliform group count ≥10 CFU/g [mL] in the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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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食品安全问

题逐步走入人们视野当中，食品是否安全直接关系到

人们身心健康及社会稳定。在食品安全各个环节，无

论是生产、保存、运输及销售均有可能受到微生物的

污染，目前微生物污染已成为危害食品安全“头号杀

手”，菌落总数及大肠菌群是其中最为关键的[1-2]。菌

落总数能够判别食品污染程度，并且可以此为依据观

察细菌繁殖动态，为食品检验及卫生评价提供依据。

食品中菌落总数越多，说明食品卫生安全质量越差，

病原菌污染可能性越大[3-4]。大肠杆菌是食品卫生安

全评价的重要指标，大肠杆菌数量能够直接反映可能

被粪便污染程度，由此推断人体肠道致病菌污染的可

能性，对人体健康具备极大潜在威胁[5-6]。近些年我国

食品安全问题事件频发不止，食源性致病菌是食品安

全事件爆发的最主要原因，威胁到人民身体健康安

全。本研究选取近两年广州市番禺区的食品进行采

样，区分样品的不同产地，并分别检测其菌落总数、大

肠菌群的污染情况，以期为食品卫生监管提供相关依

据，以降低食源性疾病的发生率。

1 材料与方法

1.1 样品 采集2018—2019年广州市番禺区的各

类食品样品，共计 208 份，其中 2018 年 88 份，2019 年

120份。样品种类包括冷冻肉制品、生禽肉、米面制品、果

汁、冲剂饮品、水产品、学校餐食等，包装形式包括散装、

预包装、简易包装。无菌抽样原则下，由专业人员随机从

各类食品中进行抽样，对抽取的样品采用无菌包装，保存

在4℃的环境下，并于4 h内运输至实验室进行检测。

1.2 检测方法 严格按照 GB 4789.2—2016《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

定》[7]、GB 4789.3—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

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8]，分别对采集到的208份样

品进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计数检测。菌落总数、大

肠菌群计数的检出限均为10 CFU/g [mL]。

1.3 质量控制 采样与检测工作需进行严格管

控，试剂及培养基需在质保期内使用，采用标准菌株

进行验证，检测所用仪器需经计量，工程师认定合格

后方可投入使用，确立参考检验标准，明确检验方法，

保证检测结果真实有效。针对阳性标本进行复核检

查，确保数据可靠性。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8.0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同产地样品中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的污

染情况比较 56.25% (117/208)的样品菌落总数≥

10 CFU/g [mL]，25.00% (52/208)的样品大肠菌群计数

≥10 CFU/g [mL]；本市、国外、本省它市等不同样品产

地的样品中菌落总数、大肠菌群计数的结果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不同采样年份样品中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的

污染情况比较 2018年和2019年采集的样品中菌落

总数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018年采

集的样品中大肠菌群计数明显高于2019年，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2。

collected in 2018 was 32.95%,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19.17% in 2019 (P<0.05). Conclusion From 2018

to 2019, the contamination of coliform bacteria in food in Panyu District of Guangzhou was relatively serious, especially

the food from the city, outside the province and unknown origin. However, the total number of coliform bacteria and the

pollution of coliform bacteria in food in Panyu District of Guangzhou improved significantly in 2019. The relevant de-

partments should further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food hygiene and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effectively prevent

an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foodborne diseases.

【Key words】 Panyu District, Guangzhou City; Food; Foodborne diseases; Total number of colonies; Coliform flo-

ra; Microbial contamination

表1 不同产地样品中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的污染情况比较

样品产地

本市

国外

本省它市

省外

港澳台

不详

χ2值

P值

采样数量(份)

112

56

17

17

2

4

≥10 CFU/g [mL]

的样品量(份)

88

4

8

12

2

3

≥10 CFU/g [mL]

的样品比例(%)

78.57

7.14a

47.06ab

70.59b

100.00b

75.00b

10.524

<0.05

≥10 CFU/g [mL]

的样品量(份)

42

4

2

1

0

3

≥10 CFU/g [mL]

的样品比例(%)

37.50

7.14a

11.76a

5.88a

0.00

75.00bc

8.337

<0.05

菌落总数 大肠菌群计数

注：与本市比较，aP<0.05；与国外比较，bP<0.05；与本省它市和省外比较，c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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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食物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人们身

体健康的重要基石，中国每年遭受致病微生物食品安

全问题的人数超 2亿人，食源性致病菌污染是导致食

源性疾病的主要因素[9]。近些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升，食品种类也愈发丰富，饮食习惯与饮食结构

发生重大改变，食品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加。为保证食品

卫生质量安全，进行定期定量食品监测具有极为重要的

意义。通过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不仅能够了解食品

有害污染，同时还能够防止食品有害因素对人体健康造

成影响，保护人体健康，维护社会稳定[10-11]。

食品安全微生物限量指标分为指示菌与致病菌

两类，其中指示菌包含菌落总数与大肠菌群等，能够

作为专业指标评价食品卫生质量，菌落总数能够作为

食品被细菌污染程度与卫生质量的重要指标；而大肠

菌群则是粪便污染指标菌，能够检测食物中是否存在

粪便污染，表明该食品中存在肠道致病菌污染的可能

性[12-13]。微生物指示菌能够反映各食品在原料、加工、

运输、销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超标严重食品存在原

材料不良、生产交叉感染、储藏条件不合格、运输过程

不达标等问题，说明该食品生产运输过程无法达到基

础卫生要求，存在食物营养遭受破坏、腐烂变质、危害

人体的弊端[14-15]。因此，食品检出指示菌需引起重视，

预防不良事件发生。

本研究显示，56.25% (117/208)的样品菌落总数≥

10 CFU/g [mL]，25.00% (52/208)的样品大肠菌群计数

≥10 CFU/g [mL]；2019年采集的样品中大肠菌群计数

≥10 CFU/g [mL]的占比为 19.17%，明显低于 2018 年

的 32.95%，说明 2018—2019 年广州市番禺区食品中

大肠菌群的污染情况比较严重，存在一定的食品安全

隐患问题；但相比 2018年，2019年广州市番禺区食品

中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的污染情况有明显改善，其原

因可能为有关部门加强了对食品卫生安全的监管，并

采取相关措施进一步提升了食品卫生质量。不同产地

的样品中菌落总数、大肠菌群计数的结果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产地为国外的样品中菌落

总数≥10 CFU/g [mL]的占比为7.14% (4/56)，大肠菌群

计数≥10 CFU/g [mL]的占比为7.14% (4/56)，其原因可

能为国外的食品监管力度更强，各生产经营单位遵守

食品安全要求，促进食品卫生质量的有效提高；相比产

地为国外的样品，本市、省外、本省它市、不详等产地

的样品中菌落总数≥10 CFU/g [mL]的占比、大肠菌群

计数≥10 CFU/g [mL]的占比更高，说明这些产地的食

品受微生物污染情况较为严重，存在发生食源性疾病

事件的风险，需引起相关部门足够重视。针对上述调

查情况，一方面需加大对食品安全监督抽查，深入开

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活动，同时针对问题较为严重的

地区与企业采取重点抽查监督，敦促企业深刻自查，

从源头避免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风险监督工作中对

企业相关工作人员开展专业培训，增强其卫生安全生

产意识；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在生产过程中需严

格按照操作规范，把控原料、加工、储存、运输全过程，

从多方面紧抓食品安全卫生质量，保证消费者能够安

全放心食用食品，保障消费者健康安全[16-18]。

综上所述，2018—2019 年广州市番禺区食品中

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的污染情况比较严重，尤其是本

市、省外、本省它市、不详等产地的样品中菌落总数

≥10 CFU/g [mL]、大肠菌群计数≥10 CFU/g [mL]的

占比较高，但 2019年广州市番禺区食品中菌落总数、

大肠菌群的污染情况有明显改善。针对这一情况，建

议相关部门加强食品卫生安全监管力度，严格要求企

业安全卫生生产；同时对消费者进行食品安全教育，

降低食源性致病菌污染风险，全面提升本地区食品卫

生安全质量，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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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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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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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FU/g [mL]

的样品量(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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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样品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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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F-1α/CXCR4轴在心血管系统疾病中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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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心血管疾病中多存在内皮细胞损伤病理基础，在以此为基础的心血管疾病治疗中，内皮祖细胞

(EPCs)的应用起关键作用，作为血管新生的主要细胞成分，将EPCs移植到局部损伤部位能有效促进血管修复和再

内皮化。SDF-1α/CXCER4轴是指基质细胞衍生因子1及其受体CXCR4构成的可影响细胞增殖、运动、生长、归巢

等生物学行为的偶联分子对，根据不同SDF-1α的浓度梯度，可有效调控EPCs的增殖、黏附功能从而达到治疗效

果。本文总结目前的研究成果，对SDF-1α/CXCR4轴在心血管疾病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关键词】 心血管疾病；内皮祖细胞；SDF-1α/CXCR4轴；趋化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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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SDF-1 α / CXCR4 axis in cardiovascular disease. TAO Ye 1, XU Ming-guo 1,2. 1.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01, Liaoning, CHINA; 2. Shenzhen Children's Hospital, Shenzhen 51800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pathological bases of endothelial cell injury in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In the treat-

ment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based on this, the application of 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 (EPCs) plays a key role. As

the main component of angiogenesis, transplantation of EPCs to the injured site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vascular repair

and re-endothelialization. The SDF-1α/CXCER4 axis refers to a pair of coupled molecules composed of stromal cell-de-

rived factor 1 and its receptor CXCR4 that can affect cell proliferation, movement, growth, homing and other biological

behavior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gradients of SDF-1α, it can effectively regulate the proliferation and ad-

hesion functions of EPCs to achieve therapeutic effects.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current research results and review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SDF-1α/CXCR4 axis in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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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干细胞的研究与应用已经成为医学界的

热门课题。在成人中，组织特异性干细胞维持组织内

稳态，并为组织损伤后的再生提供稳定的祖细胞 [1]。

在出现组织缺血损伤时，干细胞参与了对缺血组织损

伤的自然反应[2]。为了提高干细胞的动员和保留，促

进旁分泌信号的传递，缺血细胞的干细胞归巢信号引

起了研究人员的关注。虽然涉及到许多趋化因子，但

趋化因子基质细胞衍生因子 1α (SDF-1α/CXCL12)及

其受体CXCR4已被鉴定为关键调控因子[3]。SDF-1α/

CXCR4轴目前已在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及高血压等心

血管疾病中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已证明其对心血管相

关疾病的治疗切实有效。本文重点总结了 SDF-1α/

··2007


